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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影秦淮》

内容概要

《旧影秦淮》，本书图片与文字有着互文关系，文字因图而生，图片又为文字描述的事件提供了最好
的形象说明。风流不忘爱国，这是秦淮河浆声灯影中的重要旋律。说起来也可笑，中国的文化人有时
候真没出息。明亡于清以后，汉族士大夫没能耐复国，只好到秦淮河去爱国，在妓女中寻觅知音。自
宋朝南迁，中国人的柔弱之风，逐渐恶习难改。武不能收复失地，文不敢针砭时弊，结果就只能一头
扎进秦淮河的脂粉堆，在美人圈里打滚，在琴棋书画上消磨时间。有了这样的中国人，国家不亡也怪
。醉生梦死造成亡国，亡了国，更加醉生梦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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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影秦淮》

作者简介

　　叶兆言
　　1957年出生，南京人。主要作品有七卷本《叶兆言文集》、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
叶兆言作品自选集》三种，以及各种选本。另有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
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苏珊的微笑》等，散文集《流浪之夜》
、《旧影秦淮》、《杂花生树》、《陈旧人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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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影秦淮》

书籍目录

自序
桨声灯影秦淮
路曼曼其修远兮
中山陵前的仪式
学府梦寻
抗战烽火
家书抵万金
民国官邸
展览馆里的风景
民间的相册

Page 4



《旧影秦淮》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秦淮河是一条文化含金量很高的河，人们提到它，不由自主就会把历史拉出来。有关
秦淮河，无非两种声音。一是它的繁华，十里秦淮，六朝金粉，许多人大把地扔银子，醉生梦死，快
活一天是一天。一是它的伤感，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这是醉醒时分的感觉，往事不堪
回首，所谓歌舞樽前，繁华镜里，暗伤青春发。两种声音结合在一起，于是就出现秦淮八艳，出现李
香君和柳如是，出现马湘兰和寇白门，艳绝风尘，侠骨芳心?虽然是妓，却比男子汉大丈夫更爱国。人
们不愿意忘掉这些倾国倾城的名妓，在诗文中一再提到，温旧梦，寄遐思，借历史的伤疤，抒发自己
心头的忧恨。风流不忘爱国，这是秦淮河桨声灯影中的重要旋律。说起来也可笑，中国的文化人有时
候真没出息。明亡于清以后，汉族士大夫没能耐复国，只好到秦淮河去爱国，在妓女中寻觅知音。自
宋朝南迁，中国人的柔弱萎顿之风，逐渐恶习难改。武不能收复失地，文不敢针砭时弊，结果就只能
一头扎进秦淮河的脂粉堆，在美人圈里打滚，在琴棋书画上消磨时间。有了这样的中国人，国家不亡
也怪。醉生梦死?成亡国，亡了国，更加醉生梦死。太平天国一路打到南京，首都便定在了这里。农民
起义，想问题，总有些简单。洪秀全显然不喜欢妓女，一到南京，就下令禁妓，而且他显然还是一位
要干涉别人性生活的天王，在他眼皮底下，男女得分开来住，设男营和女营，即使是夫妻，也不能随
随便便。管得这么严，秦淮河的妓女没饭吃，只好往上海的租界跑。这一跑，南京的商业萧条了，民
风干净了许多，秦淮河的繁华也不复存在。繁华是人民群众享受物质生活的重要前提之一，妓不是个
好东西，可是有时候就这么怪，缺了它，秦淮河不仅不热闹，而且害得许?与妓女配套的行当，都没饭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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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影秦淮》

编辑推荐

《旧影秦淮》：翻阅那些落满尘埃的老照片，仿佛已经用手触摸到了历史，我体验着历史的心跳，感
觉着它的呼吸，情不自禁地想，要是让身边的人，都看一看这些照片，多好。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
看B004KJDR02，有人不满意，有人会喜欢。这本书提供了三百多张老照片，自然挂一漏万，历史可以
用不同的方式重现和再生，对于今天的人来说，许多图像只是真实，更多的却是陌生，不管真实或者
陌生，都可能成为魅力的一部分。——叶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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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影秦淮》

精彩短评

1、秦淮河，藏了多少才子佳人的美梦。秦淮八艳，演绎了多少传奇的故事，这个神秘又美丽的地方
，见证了南京城的繁华与落寞。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这些美丽又多才多艺的女子，传奇
的际遇，无不令人唏嘘叹腕。。。
2、也许是我要求太高了，写的不好看
3、最早接触叶兆言的书是上海书店出的那一系列小书，里面有一本叶兆言的《陈旧人物》，读完觉
得很有味道。其后就断断续续买了很多他的书，的确是越看越喜欢。最近在书店看到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的这本《旧影秦淮》和《南京人·续》，就在当当上买了。这本书的内容有几篇和以前的似乎是有
重复，也没仔细查证。不过买了也很值，因为里面配了大量的历史照片，纸张印刷质量都非常好，书
也要更新换代嘛，强烈推荐。
4、也是叶兆言最拿得出手的作品了。模仿不代表不好。
5、在南京先锋书店挑的这本相关书籍，以作纪念，不过读完并不甚满意。图片还行，文字内容相对
简单，偶尔抒发的一些情绪和不时表达的一些立场让人不喜欢。不过难得发现一位南京的代表作家，
可以回答旅行中同事的提问了。晚饭时他问南京当代的代表文人有谁，我一时说不上来，只能低头吃
饭。
6、历史辅助教材。
7、很有味道的书，满意。
8、老南京的故事
9、在秦淮河的十里烟波里，风流不忘爱国。
10、书里面的照片看看还是挺有意思的。说个跑点题的：曾不止一次的从别人那听说国民党时期对南
京的规划是最好的，之后就一直在走下坡路，沦落到不适合生活。其实，的确如此。
11、导师所赠，校庆纪念读物。还不错，超出心理预期，了解了蛮多跟南京有关的历史地理知识，还
顺手搜了不少，也马克了一些以后要去的景点。南京还真的蛮值得好好探索一下的。叶兆言的文笔就
不说了，哈哈。
12、南京的老照片，当初那么喜欢南京，雨花石集齐六颗，差一颗就⋯⋯
13、南京曾经拥有的，是我们现在所追求的
14、旧影秦淮 叶兆言的作品 好书!
15、老照片帅得一米，如今秦淮河流光溢彩得只剩路过翻白眼儿的份，历史成为"历"史之后，我们只
能找新的故事。
16、搬家清理藏书。有兴趣的，请豆邮。不包邮，支付宝支付。12元。
17、不错，有图像的历史！家里珍藏了！
18、蛮有意思的。
19、叶兆言的书，南京人的历史。
20、购于南京汉口路唯楚书店，140811
21、这书让你重回梦影，想象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22、图多字少
23、看完想去南京走走
24、对于粗略了解南京真的非常好！特别是从主要几个方面介绍，绝对是跟随旅行的好书。但若想深
度了解，恐怕还要读其他书来弥补。
25、作为南京人，推荐给大家
26、包装不错，内容也好。
27、了解南京大概可以从这本书开始吧。老照片很厉害。带着这本书可以游南京，但是有点儿浅。更
想看一些文化的，背后的，嗯，更有味道的。
28、叶兆言笔下的南京是怀旧之城，在这本书里，叶兆言这样评价这座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
“没有一个古老的城市，比南京更适合聆听亡国的声音。”
29、文字自是不必说，照片很有价值。曾在南京总统府纪念品书店看到过，很是喜欢
30、书中用不少老南京的图片辅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民国时期的南京。很好。
31、落满时间痕迹的老照片，突然爆发出谁也预想不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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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影秦淮》

32、不是很喜欢
33、三百多张老照片，一点一点还原老南京。还来不及去看看那些故居就要离开南京了。
34、本书最值得称道的，是收入了300多张晚清民国时期拍摄于南京的老照片，堪称是图片版旧日南京
城的百科全书。叶兆言先生配合这些老照片撰写的随笔文风平实，极为口语化。这种絮絮叨叨的文字
配合老照片一起看，仿佛一位历经沧桑、看尽繁华的老人在向读者们从容诉说南京城的诸多往事，起
到了极好的怀旧效果。
35、南京为何会成为今天的南京，总有其历史根源，而这一张张老照片讲述了南京过去的故事，尤其
是其民国韵味，令人回味神往。
36、出乎意料的于下单次日收到图书。包装细心、人性，很不错。
37、关于秦淮河，总有流传着不同的故事。这本书只是剪辑了其中的某一类故事，让我们听听秦淮河
曾经的故事。
38、旧影，还是你的背影。
39、有点小失望，虽然是南大出版社出的。
40、通过图片和文字描述了一个老南京的故事。

作为南京人看来，真的不错
41、一直很期待的书    了解南京  了解历史
42、结束以后才慢悠悠看完了这本 相比内容还是更喜欢书名
43、很小很小就痴迷于秦淮风月，或许比较幼稚南京，让我神魂颠倒的城市！书是好书，封面很有质
感！购买价格：20.2元
44、还没看 但愿比南京人好
45、三天匆匆拜访南京城之后一直心心念念，陪着老照片和小轶事来看更多滋味。在现在的城市建设
中还能找到从前痕迹，也许是我没去过多少地方，南京城在我眼中是个偶遇的奇迹。
46、老照片好多。
47、作者的文字很细腻，在娓娓道来的柔情中，带你感受一个古城的沧桑与变迁。
48、里面有很多老照片，大爱，不一样的视角讲历史，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南京
49、叶老师继续关注南京
50、包装很好。送货也快。以后还来
51、伤其不堪，却不会怒其不争，或许如此，许多过往才子才能这般接受这座温柔乡似的城吧。而对
于我，最起码的收获也就是发现了颐和路，改天探访民国遗影去。
52、读着还是蛮有感觉的，不禁又想起了最近一直都在关注、也在这里生活的重庆
53、鼓楼校区那座最好看的小房子 原来是何应钦家的 我这儿在下雨 南京呢 想回去了。
54、一本折射了老南京的影像图文书。
一座城，一段历史，一段历程。
其实我向来相信真正的旅行是了解一座城，感受它的文化，或者追溯一段记忆。
这本书从开始读到读完，其实我是不求甚解的。没有特别多的领悟。可能不是这座城的人，对于它的
点滴也不甚了解。
如果说有一天去南京，可以带上它上路，也许能带来一段别致的回忆，或者相遇。遇见，一城。
55、仅仅是喜欢里面的老照片。多少有点物是人非的感觉。多少有点曾经辉煌的感觉，从未在最美的
时刻遇见南京。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老照片里市内的小火车，太美的民国大学生。
56、很喜欢作者的文字，感觉很美，又不做作。
57、这本书还是很可以一读的~很有南京味道
58、主要还是民国之后的南京 不是我的茶
59、看到是南大出版社才下单的，结果内容让人有点失望。
60、最近喜欢听老叶讲那过去的事。
61、适合怀旧,太年轻的人不适合.
62、旅游，想去多了解南京
63、哪个年代的故事
64、书名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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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影秦淮》

其他皆无
65、以老照片和优美的文字写了民国的南京，历史感很足，好书，南京人和想了解南京的人都应该读
读
66、读罢，方才觉得开始对这座古城有稍许了解，想必以后走在新街口，游在夫子庙，路过鼓楼时又
是另一番感受了，繁华与凋敝，风韵和落寞，都已消散在历史的滚滚尘烟中，而今，它温婉沉静，静
待繁花盛开。
67、新街口的炸弹模型
68、了解更多有关南京的人和事。
69、叶真的很爱南京，爱的深沉 南京人自己看着很有窥视家族过去瞬间记忆的感觉
70、不是想象中的丰盈充实，不是想象中的细致，这可能就是叶先生本就不想在书里涉及民间烟火所
决定的。全书有一些颓废的旧气，就象夕阳浅浅掠过南京厚重的古城墙,意犹未尽。这类文章是远没有
女作家杰出的，比如舒婷写鼓浪屿的《真水无香》......下一部去看北岛的&lt;城门开&gt;,写老北京的。
71、老照片给人带来太多的遐想，怀旧真是一件甜蜜又忧伤的事。
72、了解越多，越喜欢这个城市
73、了解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知识，喜欢历史的味道
74、非常平适的语气去展现南京，是老南京，但是文字和图片的编排欠妥当。
75、历史比较厚重，娓娓道来
76、书的内容很好，只是排版有点问题，老照片和文章衔接不好，读的吃力。仅供参考。
77、印象之中挺好的，不过太久了，记不清
78、我喜欢，希望我的下一代也同样喜欢
79、看上去很美。南京源于秦淮河，物质文化精神实体。翔实的图片能很好的看到过去的南京。这本
书是从南京返青的火车上看的，上车开始看，临下车时看完，刚刚好。
80、旧都原来如此洋气
81、2014.3.20 凌晨 0：40 阅毕
82、好喜欢的一本书，秦淮韵味很浓。
83、书中的一些内容很有趣味。不过作者文笔极差。
84、好看！重拾对地理得兴趣
85、有大量历史照片，加上精彩的文字，是绝对好书。本书是2011年中国教育报推荐的教师暑期阅读
书籍之一，买来以后，立即阅读，沉浸其中，快乐多多，愿更多的人读一读这本好书。
86、很好的了解南京的读本
87、三观太官方，读着有点不舒服
88、有空时要翻翻
89、每个南京人都应该读读，讲述的不仅是历史，还有浓浓的人文情怀，非常喜欢书里的一句话，过
去，来南京，除了读书，你什么都得不到。
90、风流不忘爱国真是对南京最好的形容。古时，在醉生梦死中醒来，感慨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
过女墙来。近代，在被日军占领的时候，做着所谓“国民操”，评选出最健康婴儿。也许，战火纷飞
中，只要保全自己的脑袋已是大幸。作为异乡人，我不能说什么，但相信南京人民，在翻看这段历史
时，不仅会知耻，还会惭愧。
91、我觉得老叶还是很敢说真话的，关于抗战，关于大学教育，关于南京城市建设，关于更一般的族
群历史，都有些亮点~罗家伦先生在中大就职演讲说的话今天我们依然要牢记：今日中国之许许多多
问题都是由于缺少足以振起整个民族精神的民族文化。老叶说得好，苦读的时间本来就少，还要浪费
，真是最可痛心的事。
92、这部书弥补了我不能在南京生活几年的遗憾，仿佛能看到南京街边的梧桐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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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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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影秦淮》

章节试读

1、《旧影秦淮》的笔记-路曼曼其修远兮

        南京的重要特色之一小火车。始建于1907年，一共运营50年。

时光埋葬了古城里的一些故事。。。
这个小火车，第一次知道。

2、《旧影秦淮》的笔记-第62页

        ＂如果这样，南京这座城市将变得独一无二，国际大都市这样的字眼，就让北京和上海们去享受
吧，南京将成为一个优美典雅的城市，这个城市以人的舒适和温馨为第一位，就像中山大道开始动工
时南京那位固执的市长说的一样，这个城市已不是水泥森林，它将成为一件艺术品。＂

3、《旧影秦淮》的笔记-第39页

        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南京市内重要特色之一的小火车，再也见不到了。这条铁路建于1907年，
成本极其低廉，仅花了四十万两银子，用的时间也不多，只有一年又两个月，因为铁轨比一般的火车
略窄，市民习惯称其为“小火车”。南京的小火车，一共运营了五十年。

4、《旧影秦淮》的笔记-第47页

        “人们一提起南京，首先想到这个第一流的绿化，而绿化的突出标识，便是栽在中山大道两侧和
街中绿岛上的法国梧桐。天知道南京一共有过多少棵法国梧桐树，很多地段都是以每排六棵树的队形
，整齐地向前延伸，一出去就是十几里，遮天蔽日。这是国内任何城市都不曾有过的奢侈和豪华”

5、《旧影秦淮》的笔记-第39页

         说来很可笑，当时建造这条铁路时，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督署衙门运水，总督大人要喝江
水，没有自来水，就天天派车去江边打水。在江边，至今仍有“龙头房这一地名，总督大人的手实在
太长了，他要拧的自来水龙头，竟然在几十里路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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